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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背景下，对商务人才的需求量也与

日增多。在此背景下，提高高校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，

对中国大学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[1]。近年间，针对大

学英语教学环节存在的其问题，寻求培养高校学生的跨文化商务

交际能力，以为大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可行性借鉴。

1　高校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培养概况

当前高校的大学生，大多存在跨文化意识薄弱，参与校内

外活动积极性不高，交流程度不足等问题。即便参加交流活

动，大多也陷入缺乏讨论和交流能力，没有勇气去交流，甚而

在说话和交际中较为紧张[2]。原因归结于，大学生对不同文化、

地域间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文化、礼仪教育等的偏差。面临的最大

问题为跨文化交际知识和技能匮乏。在高校的英语教学中，部分

学生对英语课的了解度不足，陷入“费时低效率”，“高分低能”的

“哑巴英语”和“中式英语”，无法提高高校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，

在教育语言知识的转向中，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视

度不高。

“一带一路”发展背景下，语言仍旧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，

成为区域间不可缺少的语言交流重点，也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

力提供了条件。

2　高校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培养意义

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，主要基于学生的学习态

度、认知差异，且在目标定位上尚存在着极大的差异[3]。跨文化

交际的意识动机上，对自身语言交际能力、跨文化交际、对异域

风土人情的认知差异上，但在行为上大多处于被动行为，而出国

留学交流为其基本的现实需要。

3　一带一路背景的高校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培养路径

3.1打造文化交流平台

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符号、建筑、饮食、艺术、交际等方面的

差异对比，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中西方在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中

出现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的原因。以跨文化交际原则与策略为准

绳，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认知上，开拓视野，培养了

大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[4]。

以政府为主导，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学习平台，通过校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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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在跨文化间形成了文化资源交流合作平台，更在丰富民众生

活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，实现校际间的联合，并在整体实践中为

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，对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源、环境等合

作交流平台，更让学生系统接收不同国家的文化，应用多样化教

学方法，构筑跨文化知识合作和交流平台[5]。

3.2利用课外活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

教师对学生进行轮流教学，系统性地融合英美文化、中国

国学教育的精粹，开展跨文化交际专题讲座，让学生在传统课

程教学之外，进一步获得知识上的进步，更对扩大学生的知识

面提供交流活动的平台。如在饮食上，西方人的早晚餐更偏向于

冷食，而中国人习惯一日三餐吃热食/熟食。西方人习惯喝加了

冰块的凉水，而中国人更喜欢热水或凉白开。在生活方式上，西

方生活倾向于独立生活，而中国多以集体生活为主[6]。

通过开展学生社会能力培养活动，实现对其认知能力培训、

自信心培养、交际能力训练。从其观察力、注意力、记忆力、想

象力、思维能力、推理能力等方面入手，影响其教育程度、职业

发展和健康成长。通过强化其在不同语言间的认知能力培训，帮

助学生提高观察力、注意力等认知能力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。有

些学生由于缺乏自信、不敢表达自己，变得不敢和别人交流，从

小形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。组织开展学生自信心提升课堂，由学

生向他人介绍自己、展示才能，给缺乏自信心的学生更多关注，引

导他们多和其他学生一起交流，不断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语言表

达能力[7]。指导学生在学习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掌握表达、沟

通、尊重等技巧，并对学生的沟通障碍问题进行分析，提高学生

与他人合作的能力。鼓励学生勇敢迈出跨文化交流第一步，去结

交更多朋友，扩大自己的人际圈。

3.3语言体系建设及其课程融合

教师应在讲授英语知识的同时，通过多种途径介绍英语文化

背景知识，有意识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文化意识，消除文化障碍，提

高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敏感性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

化交际能力。受跨文化交际行为产生的跨文化冲突，都是由于中

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造成。中国文化为群体文化，追求整体观，崇

尚群体观念，因此注重关心他人，维护他人利益。而西方文化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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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个体文化，他们崇尚个人意识，以个体为中心，一切从个

人利益出发。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

的跨文化意识，不能认识到不同文化在语言、生活、交际河思

维等方面的差异[8]。在实际的教学中，要求教师和学生努力去

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，积极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，努力实现

文化适应。在课堂教学环节，指导学生多与新文化接触，自觉

自愿地接受新文化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，更好地融入新文化。

3.4以赛促学

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类英语演讲、写作、阅读、商务英语

技能等大赛，旨在“以赛促学”、提升学生双语能力、应变

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，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门人才。

为切实加强技能型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

力。为切实加强技能型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，提高学生的跨文

化商务交际能力，举行口语技能大赛。秉承“匠心向党，技

能强国”的主题开展，激励参赛学子，到竞赛现场进行了热情

洋溢的赛前动员[ 9 ]。严格标准、沉稳心细、公平竞赛，充分

展示专业技能水平。以赛促学、以赛强教，加强基础知识的巩

固，明确薄弱环节，强化教学重、难点，全面提升学生的专

业技能素养。通过活动达到预期效果，为喜爱英语和沟通的学

生提供展示平台，促进高校学生积极向上、精益求精、开拓创

新的工匠精神。陈垚淼同学真情地讲述The China Dream?For

Each and Every Native Village（扎根乡土的中国梦）“中

国故事”获得个人赛一等奖。

近年来，南通职业大学高度重视以赛促教、以赛促学，不

断加大备赛力度和激励机制，争创佳绩，为学校“双高计划”

建设提供专业支撑。2021 年 3 月，南通职业大学申请竞赛赛点

资质并初获授权，后组织学生开展赛前培训，并于5 月组织第

五届全国高校商务英语竞赛初赛，初赛排名未区分本科和专科的

情况下，能跻身决赛，难能可贵。202 1 年 5 月以来，南通职

业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积极响应学校开展的以“匠心向党，

技能强国”为主题践行工匠精神活动月系列活动，校长褚金

星、副校长戴世明以及多个相关部门负责人莅临指导，观摩

Father of Hybrid Rice(杂交水稻之父)等节目。一系列实践技

能竞赛活动，为南通职业大学全体师生提供了专业舞台，是其

“正、匠、融、安、家”五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，让师生

感悟语言之美，在丰富多彩的职业技能活动中，树立了讲好中

国故事，传播中国文化的信心，有利于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精

神，彰显国家尊重技能、社会崇尚技能、人人享有技能的高职

教育主流态势。同时，2021 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《以赛促学——高职学生提高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策略研

究》中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各类专业竞赛，提高高职学生跨文化

商务交际能力。通过竞赛，展示了我校学生英语口语的演讲能

力和思辨能力，增进高职院校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，检验了

英语教学改革成果，进一步激发了学生英语教学改革的主动性和

积极性，有利于推动英语教学与改革。

4　结束语

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，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，是

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推动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动力。为

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，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

力，来综合提升学生素质，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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